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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报道：北京冬奥会正
在进行。在此次盛会上，来自广东的灯光音响等
演艺设备大放异彩。广东演艺设备企业用广东
速度、广东质量、广东创新，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着
强大的技术、设备支持。

作为拥有着38年历史的民族品牌企业，在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等提供
技术保障服务后，珠江灯光今年再次为冬奥会保
驾护航。

据介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珠江灯
光 500多台摇头切割图案灯、600多台摇头染色
灯环绕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方，为整个场馆打
造出具有层次感的艺术光影效果，300 多台 480
三合一摇头电脑灯也为舞台营造出热烈的效果
氛围，为整个开幕式演出灯光效果增光添彩，共
同呈现给世界一场精彩绝伦的超高清视觉盛宴。

作为本届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扩声系统保障
团队之一，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早
早就派出技术骨干人员，进驻到国家体育场“鸟
巢”等北京冬奥会相关场馆。据悉，锐丰科技研
发制造的LAX扩声系统长居“鸟巢”14载，经历
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5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以及其它各项大小活动、赛事。2021年锐丰科技
团队再次承接了国家体育场“鸟巢”扩声系统改
造工程以迎接北京冬奥会。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常务副会长何首锋
表示，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共有 20多家企业
参与到此次冬奥会中，集中展示出广东制造的力
量。相比以往的大型活动、赛事，冬奥会赛事举
办地由于气温低且伴有冰雪天气，对户外设备防
寒、防水要求很高，“要在恶劣条件下保证设备效
果，同时要保持稳定性”。

“目前中国演艺设备行业产业规模占全球的
80%，广东又占了全国的 80%。”何首锋介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转
折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很多演艺设
备都是进口的。那之后，中国演艺设备
行业飞速发展，实现了从学习到
超越的过程，我们很自豪现在一
些国内大型活动都采用
国内设备”。

羊城晚报讯 记者詹淑真、实习生吴之行报道：
广州人如何早日实现“一户一墩”甚至“一人一墩”？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再次探店，先后来到位于越秀区
北京路及天河区广州购书中心的两家“冰墩墩”特许
经营店，了解“冰墩墩”最新销售情况。

线下门店：限时限量出新品

在北京路一家门店，店外一个超大型冰墩墩吸
引着游客争相合影打卡，店内商品展示主柜台摆满
了北京冬奥特许纪念商品。

在该店探店过程中，景德镇“陶瓷艺术版冰墩
墩”令记者眼前一亮。据店员介绍，该款陶瓷艺术
版冰墩墩是限量版商品，之前只用于出口，因为国
内需求量大，现在增加了国内销售。该款陶瓷限量
版冰墩墩只在冬奥期间售卖，暂不限购，现在预约
预计三四月份提货。

在广州购书中心的北京 2022 特许商品经营店
里，预购单上浑身镶钻的“钻墩墩”显得与众不同。
据了解，金属镶钻的“冰墩墩”以北京冬奥吉祥物

“冰墩墩”立体造型为模板，全国限量发行2022枚，
统一定价2022元，接受预订。

该店还上新了“瓷雕冰墩墩雪容融”套装，官方
定价 198 元，限量销售，接受预定，三四月份到货。
此外，以“冰墩墩”为主要元素的保温杯也格外吸引
人。杯套设计独到，冰墩墩的徽章可自由组装，粉
嘟嘟的外观甚是可爱。经营人员表示，保温杯目前
有少量现货，可现场购买。

受访市民：最喜欢公仔墩墩

陶瓷艺术版冰墩墩、瓷雕冰墩墩雪容融（套装）
虽然做工精致，但因陶瓷材质易碎，不少市民打
消了购买的念头。记者在北京路一家门店附近采
访时，一位宝妈告诉记者：“不喜欢陶瓷墩墩，给小
孩子玩容易摔坏，碎片还可能会割伤孩子。而且，
三四百元的陶瓷墩墩也相对较贵。”相比之下，她更
倾向于购买透明硅胶外衣的冰墩墩，“苦恼的是现
在没有货，预订要等到四月份。”

家住越秀区的黄先生则表示：“愿意购买陶瓷
墩墩，因为限量更有收藏价值，且与硅胶材质的冰
墩墩相比，陶瓷不会发黄。”

在广州购书中心，记者采访了部分市民对“钻
墩墩”的一些看法。其中，张先生认为：“花2022元
买一个钻墩墩，有点舍不得。”

线下门店预订仍然十分火热。但也有不少市民
表示，不急于购买，愿意等热潮过去再购买。

限时限量出新品
“钻墩墩”“瓷墩墩”

在广州上市

广东“灯光”闪耀冬奥
广东“声音”传遍世界

对付急性损伤大有可为
在传统观念看来，运动损伤中医疗

法起效慢、疗程长。事实上，对付急性
损伤，中医技术大有可为。在北京冬奥
会当中，中医药特色服务与中医相关技
术被纳入到奥运村综合诊所。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半年时，
王守东就作为中国冰雪医疗卫生保障
特聘专家，带领团队入驻位于北京市的
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我当时
带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博士吴佳敏、
中医针灸医师王焱垚以及来自中国香
港的中医音乐疗法专家黎惠兰在基地
服务运动员，备战冬奥会。”王守东说，
作为中医专家，“使命担当、服务有
我”，更何况中医有几千年治疗骨伤（如
骨折、关节脱臼、肌肉损伤、筋膜撕裂等
损伤）的经验。

“哪个运动员不是‘遍体鳞伤’，这
毫无夸大之词。每天看到运动员们的高
强度训练，我们非常心疼。”王守东说，
很多运动员结束全天训练后，会到中医
治疗室“打卡”，中医或康复师会采用
推、拿、提、捏、揉等手法给他们治疗，不
仅帮助他们排掉身体里的堆积乳酸，缓
解肌肉疲劳，还能活血化瘀、有效缓解
疼痛和疲劳症状，进而帮助运动员将自
身运动状态调节到最佳。

王守东还特别提到，此次冬奥会
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高亭宇，在速
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中以 34.32 秒
的成绩打破奥运会纪录取得金牌，他
第一时间发信息祝贺高亭宇，高亭宇
回复信息时称赞中医诊疗“感谢中医
诊疗助力我备战冬奥”。

非药物治疗让运动员更安心
“ 针灸可以止痛，而手法可以解压

舒缓身心疲劳。”王守东介绍，针灸是中
医治疗疼痛与跌打损伤的有效方法之
一。针灸除了通过针刺人体穴位达到舒
经活络的作用之外，还能够通过针刺穴
位的方式达到镇痛的效果。

中医非药物疗法的针灸和手法真的
可以治疗急症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
守东以具体案例进行了介绍。

王守东表示，前段时间，有一名运动
员夜里突发剧烈腹痛，大汗淋漓，救护车
送到急诊后，经检查和会诊被诊断为急性
阑尾炎，经过三天抗炎治疗效果不明显，
而且腹胀排气困难。

对于即将面临大赛的运动员，突发
急性阑尾炎无疑是一只“拦路虎”。王
守东表示，接诊后，团队迅速制定了内
外结合、动静结合、主动与被动结合的
中医医疗保障办法，采用针刺和手法等
中医特色技术为这名运动员治疗。仅仅
通过两天三次治疗，该运动员的病症消
失，很快恢复了体力并投入训练，从而
保证了顺利参赛。

“扭挫伤”对运动员来说是“家常便
饭”。王守东凭着四十多年的临床经
验，“手摸心会、法从手出”，治疗“扭挫
伤”屡屡见效。

王守东介绍，有一名优秀运动员在
训练中突然踝部受伤，不能行走，剧痛
难忍，但经过及时正确的复位治疗后，
短时间就康复了，并在本届冬奥会上创
造了佳绩。他说：“保护好每一位运动
员是第一位的，最好是不发生损伤，或
者是少发生；即便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

康复，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运动
和伤痛就是如影随形，无法避免，所以
才有了我们的使命。”

特色疗法干预“情志内伤”
“全球抗疫的环境下，备战冬奥几乎

是‘封闭’状态下进行的。由于多方面
因素影响，运动员的‘情志内伤’也不可
忽视。比如，焦虑、抑郁、内分泌失调、
月经失调等都很常见。”王守东说，“针
刺”疗法具有独特的疗效，但由于大部
分运动员“怕针”，他便采用了“糖针”疗
法，亦用微针、无痛进针法进行治疗，这
既解决了运动员的心理恐惧，也缓解了
病症。

“望闻问切”是中医非药物特色技术
疗法的开路先锋，王守东对每个运动员
都进行“把脉”“望舌”，这在基地也是首
次运用。根据“望闻问切”所发现的问
题对运动员的心理生理病理方面进行

“疏导”和“辅导 ”，解决了不少“情志内
伤”问题。“我们也采用金针给运动员调
节内分泌，特别是脸上的痘痘消失了，
甚至连痘印都好了。这让运动员们高兴
坏了。”王守东说。

手法、针灸、拔火罐等中医非药物特
色治疗技术，早已经传遍世界。包括美
国前游泳冠军考夫林、影后格温妮丝在
内的明星和运动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
自己拔罐的照片。菲尔普斯接受媒体访
问时曾表示，“它（拔火罐）增加了我的
灵活性，让我酸痛的肌肉能够放松。”

“中医非药物特色技术与疗法是中
医学中的精华，充满着智慧，服务冬奥
可大显威力。”王守东教授最后表示。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服务北京冬奥会
中医治疗显威力

“针灸后不一会儿，我的肚子就咕咕叫，接
着放了一个特别长的屁，顿时我的腹痛腹胀不
适症状全然消失了……”这是冬奥会一名运动
员在赛前接受中医治疗后，复诊时说的一句
话。为这位运动员进行治疗的是中国中医科学
院名医传承项目特聘专家、国家体育总局中国
冰雪医疗卫生保障特聘专家王守东。

据悉，这名运动员赛前患上了急性阑尾炎，
通过两天三次的中医治疗，其全身病症消失，很
快恢复了体力投入训练，并在本届奥运会创造
了佳绩。

中医非药物疗法是北京冬奥会医疗保障的
一大亮点。2月 15日，王守东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中医非药物特色疗法的手法、针
灸、拔罐等，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零容忍”兴奋
剂和运动员治疗康复受到诸多要求的前提下，
最安全、最实用、最有效的恢复体能和康复治疗
手段。王守东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信
息也显示，针灸已传播到全球 196个国家与地
区，手法和拔罐早已是“世界疗法”，在治疗运动
损伤方面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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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墩墩”吸引大批顾客预订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王守东（右一）和王焱垚正在为运动员治疗 受访者供图

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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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雪场上，常
常能看到一些穿着黄
背心的滑雪人员，在
赛道边风驰电掣，胸
前或臂章上有一个大
大的红色十字，他们
是冬奥赛场上的“守
护天使”——滑雪医
生。羊城晚报记者15
日连线了“冬奥滑雪
医疗保障梦之队”云
顶队队长李亚洲，听
他讲诉雪场上救援的
那些事。

在进驻北京冬奥会赛场
前，李亚洲所在的医疗保障服
务队曾参加两次冬奥会测试
赛，去年 11 月就曾在云顶滑
雪公园参与了世界杯的救援
工作。今年 1 月 16 日，他们
这支队伍正式进驻云顶，21
日进入闭环管理，主要负责空
中技巧、雪上技巧、U型场地、
平行大回转、坡面障碍技巧、
障碍追逐六个赛道的救援保
障工作。

李亚洲坦言，虽然进行了
四个雪季的训练和准备，但真
正进入实战阶段，无论是工作
节奏还是心理压力都大不相
同。“训练时大多是仿真模拟，
现在是为真正的运动员救援，
气氛尤其紧张。比如，前几天
在障碍追逐赛场上，一名运动
员意识昏迷、呼吸困难、牙关
紧闭，我们马上采取呼吸控
制、吸氧、启用直升机转运等

一系列措施，那段时间可以用
‘度秒如年’来形容。”

在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
雪场上实施救援，遇到的困难
远比想象的多。在冬奥会赛道
上，滑雪医生需要在比赛前一
个小时就位，赛事全部结束后
才可以撤岗。

1 月 15 日上午 8 时，滑
雪 医 生 李 亚洲抵达坡面障
碍技巧赛道，中午 11 时半开
始享受 20 分钟的宝贵休息
时间，之后又投入到工作中
直至下午 3 时。傍晚 6 时，
他又准时到岗，迎接一个小
时后进行的空中技巧比赛。
待比赛结束，他下班时已经
晚上 9 时。由于赛道多，在
云顶滑雪公园负责救援的滑
雪医生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长
都比较长。“别人是三班倒，我
们是一人倒三班。”李亚洲笑
着说。

李亚洲是河北医科大学
第三医院小儿骨科副主任。早
在十年前就会滑雪的他，得知
北京冬奥会要成立一支滑雪医
生队伍，李亚洲便马上报名。
由此，他成为中国第一代滑雪
医生之一。

2019 年 经 过 选 拔 组 队
后，李亚洲和其他医生一道进
行了四个雪季的训练，每年训
练一个月。滑雪医生需要在
狭窄的陡坡上训练横滑降、斜
滑降、犁式滑行和穿脱雪板等
技术。如今，他们都掌握了世
界标准化的应急救援医学技
术和专业滑雪技术。

滑雪是一项危险系数较
高的运动。据悉，在训练过程
中，有四分之一的医生遭遇了
伤病，仅是骨折的就有七八个

人。李亚洲表示，救援时需要
的滑雪技巧和平时休闲娱乐时
的滑雪技巧有很大区别，可以
用“快稳准”来形容。“自己滑雪
是一种乐趣，追求速度感。救
援则要求高效和稳妥，背着二
三十斤的救援装备，必须在指
定时间抵达救援地。”他说。

除了提升滑雪技巧，滑雪
医生还需要接受一系列赛场
医疗救助培训。比如，骨科医
生对胸腹外伤和脑外伤了解
不多，就需要通过培训提升综
合能力。同时，救援过程中需
要和各国运动员进行沟通，英
语培训必不可少。“除了线上
培训外，冬奥组委还发了一本
英语专业术语词汇书，我们平
时下班后需要背单词。”李亚
洲表示。

冬奥连线

救援要“快稳准”1

“度秒如年”救伤员2

作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
生，李亚洲坦言这个职业在中
国还很少见，国内没有太多的
经验可循，过去很多比赛都是
巡逻队、救援队负责救援。这
次北京冬奥会，要求滑雪医生
既要有国家执业医师执照，还
要有相当强的滑雪技术，中国
借此机会培养了一批专业的
技术人员。

“在中国，雪场真正成型
不过二十年，时间很短，滑雪
医生更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不过，我相信未来的需求会
越来越大。我本身就是骨科
医生，这几年在医院工作期
间接收了不少在附近几个小
雪场运动的伤员。现在国家
的号召下，尝试冰雪运动的
人越来越多，受伤的人也可能

随之增多。”
李亚洲透露，滑雪医生在

国外成型较早，但目前还未形成
一套标准的救援流程，大多数救
援只有遵循安全有效、减少副损
伤的救援准则，灵活处理。

冬奥会结束后，李亚洲将
回归医院，继续自己的本职工
作。他表示，未来国家只要有
需要，会随时待命，“我们这
批滑雪医生是国家费了很多
心血培养出来的，通过这次冬
奥会也摸索出很多宝贵的经
验，可以有一些书面的东西留
给下一代医生使用。从实战
上来讲，如果届时有一些培训
或是特殊的保障工作，我们这
批人肯定也会参与其中，招之
必来”。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苏荇

在高山滑雪项目中，运动
员的受伤率接近15%，且一旦
伤情发生通常比较严重，有些
甚至会危及生命。在冬奥会
的赛道上，李亚洲每天的神经
都是紧绷的，遇到的伤情小到
鼻子出血、磕掉几颗牙，大到
肢体骨折、失去意识，他们都
必须火速赶到现场，争分夺秒
进行救治。他们的救援也得
到了国际雪联的认可和赞扬。

日常的救援担架两个人
就能抬得动，但在雪道上不好
着力，必须四个人才抬得动。
医疗队配备了三种担架，其
中，真空担架用得最多。李亚
洲表示：“真空担架能起到塑
形作用，不用时展开是软的。
使用时，把人裹在里面抽掉空
气，担架就硬了，能随着人体
塑形，对头颈四肢起到固定作
用，减少副损伤。”

参与雪场上的救援，保暖
是个大问题。这几日，羊城晚
报记者在户外采访时，往往半

个小时人就处于冻僵的状态，
手指像针刺般疼痛，滑雪医生
在雪道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
时，如何保暖？

李亚洲表示，滑雪医生解
决保暖问题一靠装备、二靠倒
班，他们配备了雪服和滑雪内
衣，前段时间医院还特别给他
们配了发热袜、背心和手套。

“我们一个赛道会配备三拨
人，山上、山坡中以及山下，每
组各三人，同时会配备2-4名
机动人员倒班。”

医 疗 装 备 同 样 需 要 保
暖。为了防止药品受冻，滑雪
医生会将药品分装成小袋贴
身放在兜里。另外，他们还买
了一些厚的防压铅笔袋，在铅
笔袋外贴上暖宝宝，这样也可
以给药品保温。

在山坡赛道上，上厕所也
是一个大问题。李亚洲表示，
一开始，队里配备了纸尿裤，后
来他发现纸尿裤气温太低会冻
成冰坨，只能靠少喝水来缓解。

保暖是个大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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